




内容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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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本书的编写从老年人生理、心理的需求出发,以案例为切入点,力求让学生理解并掌握老年人常见病的

预防措施及护理要点,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并结合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等内容,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
本书可作为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老年护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年人常见病预防与护理/马生雄主编.—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3.3
  ISBN978-7-313-28430-3

  Ⅰ.①老… Ⅱ.①马… Ⅲ.①老年病—常见病—防治

②老年病—常见病—护理 Ⅳ.①R592②R473

  中国国家版本馆CIP数据核字(2023)第050057号

老年人常见病预防与护理

LAONIANRENCHANGJIANBINGYUFANGYUHULI
主  编:马生雄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951号

邮政编码:200030 电  话:021-64071208
印  制:三河市骏杰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5
字  数:361千字

版  次:2023年3月第1版 印  次:2023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978-7-313-28430-3
定  价: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您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316-3662258



 前  言

Ⅰ    

人口老龄化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当今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

全球正在进入史上从未经历的人口快速老龄化时代,即普遍长寿的时代。 人们

步入中老年阶段后,机体器官功能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减退,健康问题日

渐突出。 而健康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因此,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对社会的发展起

重要作用。

我国把大力推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加强对养老服务人才的培养作为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严峻形势的重要措施。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

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

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 教育部办公厅等七部门《关于教育支持社会服务

产业发展 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提到了加

快建立健全养老等紧缺领域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扩大人才培养规模。 基于此,

编者特组织团队依据《意见》、教育部等九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

业人才培养的意见》等编写了本书。

本书除绪论外共9章,系统地介绍了老年人常见病的预防与护理,包括呼

吸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循环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消化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

泌尿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神经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内分泌系统疾病预防与

护理、运动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免疫系统疾病预防与护理、感觉器官疾病预防

与护理。

本书力求体现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以临床

实际为指导,强化学生的实践能力,服务于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为学生日后的

深造奠定基础。 本书的编写从老年人生理、心理的需求出发,以案例为切入点,

力求让学生理解并掌握老年人常见病的预防措施及护理要点,培养学生的学习

兴趣与实践能力。 同时,本书结合爱国主义精神、奉献精神等内容,落实立德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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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根本任务。

本书由马生雄任主编,马春贤、童生花和高起越任副主编,马红梅、李桂莲、

马富萍、王霞共同参与编写。

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编者参考了大量相关资料与文献,在此无法一一列

出,谨向相关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 并对单位的大力支持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编者知识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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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绪  论

1    

   

绪  论

  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

出,给社会、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一现状使人们对卫生健康保健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也使得现代护理模式转变为以人的健康为中心的整体护理模

式。 年龄增长、机体功能衰退、患病概率增加使个体对护理的需求多样化、复
杂化。 护理服务的对象不单纯是患者,还包括健康人群,特别是老年人群。

老年人常见病预防与护理针对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研究其健康状况和健康

需求,增强老年人的自我保健意识和自我护理能力,同时为其提供优质的护

理服务,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力求实现健康老龄化和积

极老龄化的目标。












 












   

知识目标

掌握老化、人口老龄化的概念,老年人的年龄划分标准。
熟悉老年病的分类、特点及预防。
了解老化的分类及特点。

能力目标

能够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并采取应对措施。
能体会衰老对老年人的影响,从而更关注老年病的预防及护理问题。

素质目标

耐心、细心地为老年人解答问题。
尊重老年人的人格,维护其尊严和隐私。

0.1 老  化

人类都要经过生长发育、成熟、衰老及死亡的过程。步入中年之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

结构和生理功能会逐渐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即老化(a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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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 老化的概念

老化是生命现象的自然规律,是指机体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产生的一系列进行性、全身性功

能和结构上的退行性变化,导致机体对内、外环境的适应能力逐渐下降的过程。
老化存在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中。老化是生物体在其生命过程中生长发育达到成熟期后

所发生的全身性的、多方面的、循序渐进的退行性改变,这些改变可为生物体带来不利影响,导
致其适应能力、储备能力日趋下降。

老化速度的个体差异较大。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老化的进程不同,老年期是老化速度最

快的时期;人体不同系统各器官的老化速度也不同步,一般功能简单的器官的老化速度较

慢,功能复杂的器官的老化速度较快,如脑的老化速度较快,心脏、肾脏等器官的老化速度

较慢。

0.1.2 老化的分类

1.生理性老化

生理性老化(physiologicalaging)是指机体在生长过程中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发生的符合自

然规律的生理性退行性变化。

2.病理性老化

病理性老化(pathologicalaging)是在生理性老化的基础上,受疾病、营养不良或环境等因

素的影响而发生的异常老化。
生理性老化和病理性老化很难严格区分,往往共同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

0.1.3 老化的特点

1.累积性

老化是在漫长的岁月变迁中,机体结构和功能上的一些轻度或微小变化长期累积的结果,
这些变化一旦表现出来即不可逆转。

2.普遍性

老化是多细胞生物体普遍存在的生命现象,同种生物在大致相同的范围内都会表现出老化

现象。

3.渐进性

老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且逐步发展。

4.内生性

老化源自生物本身固有的特性(如遗传),因此,同一物种所表现出来的老化征象基本相同。
环境因素会影响老化的进程,但不能阻止老化的趋势。

5.危害性

老化过程中机体的结构有所改变,功能下降乃至丧失,可影响个体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使
个体易罹患疾病,最终导致个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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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快,老年人的数量急剧增加,因此,了解老年人与人口老龄化对老

年人常见病的预防与护理至关重要。

0.2.1 人的寿命和老年人的年龄划分

1.人的寿命

人类的寿命用生理年龄表示,衡量人类寿命的主要指标有平均期望寿命、最高寿命和健康

期望寿命。
(1)平均期望寿命。平均期望寿命简称平均寿命,是通过回顾性死因统计计算出的一定年

龄组人群能生存的平均年数,可以概括地反映该国家或地区人群寿命的长短。临床常将出生时

的平均预期寿命作为衡量人口老化程度的重要指标。2019年,在世界卫生组织(WorldHealth
Organization,WHO)公布的数据当中,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2.6岁,我国居民的平均寿命为

76.1岁,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比世界平均水平约高3.5岁。这不仅反映了我国人民生活质量的

提高,还反映了我国疾病预防及治疗水平的提高。
(2)最高寿命。最高寿命是指在没有外因干扰的条件下,从遗传学角度预测人类可能生存

的最高年龄。按性成熟期(14~15岁)的8~10倍,生长期(20~25年)的5~7倍,细胞分裂次

数(40~60次)的2.4倍等方法推算,人的最高寿命应该是110~175岁。随着科学的发展和医

疗技术的提高,人类的平均寿命将逐渐接近最高寿命。
(3)健康期望寿命。健康期望寿命是指个人在良好状态下的平均生存年数,即老年人能够

维持良好日常生活活动功能的年限。健康期望寿命的终点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丧失,即进入

寿终前的依赖期。2016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中国健康期望寿命为68.7岁,比法国、瑞
士等发达国家大约少5年,说明我国的人口健康状况有待进一步提高。

2.老年人的年龄划分

老年期是人类生命周期的最后一个阶段,但是“老”的生理年龄是很难确定的。

老年是一个概括性的含义,我国民间常以“年过半百”为进入老年期的标志。世界卫生组织

对老年人年龄的划分标准:在发达国家将65岁以上的人群定义为老年人,而在发展中国家(特
别是亚太地区)则将60岁以上的人群称为老年人。

老年人的身心功能及适应能力都有下降。根据老年人身心变化特点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改

变,世界卫生组织将老年期划分为不同的阶段:60~74岁为年轻老年人,75~89岁为老老年人,

90岁以上为非常老的老年人或长寿老年人。中华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于1982年建议:我国以

60岁为老年起点,45~59岁为老年前期(中老年人),60~89岁为老年期(老年人),90岁以上为

长寿期(长寿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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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 人口老龄化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及老龄化社会的划分

(1)人口老龄化的概念。人口老龄化简称人口老化,是指社会人口年龄结构中一定年龄

(60岁或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老年人口系数)较高的一种发展趋势。
人口老龄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老年人口的

数量持续增长,形成老年型人口或老龄化社会。
(2)老龄化社会的划分。世界卫生组织对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如表0-1所示。

表0-1 老龄化社会的划分标准

社 会 类 型 发 达 国 家 发展中国家

青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4% <8%

成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4%~7% 8%~10%

老年型(老年人口系数) >7% >10%

①发达国家的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发达国家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可定义

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国家或地区)。

②发展中国家的老龄化社会划分标准。发展中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

可定义为老龄化社会(老龄化国家或地区)。

2.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

(1)世界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02年,全世界65岁及以上老

年人口比重达到7.04%,2020年达到9.40%。预计到2025年,全球所有国家或地区将步入老

龄化社会。时至今日,全世界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总体上已步入老龄化社会。
世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如下:

①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世界总人口以每年1.2%的速度增长,而老年人口的增长率则为

2%,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将猛增到20亿,平均每年增长9000万。

②发展中国家老年人口增长快。目前,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每月以80万人的速度增长,
其中66%的老年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预计到2050年,世界约有82%的老年人口生活在发展

中国家。

③人口平均寿命不断延长。1950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45岁;1995年,世界人口的平

均寿命升至64岁;2019年,世界人口的平均寿命为72.6岁。

④高龄老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2010年,全球8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超过1.05亿;预计至

2050年,高龄老年人约有3.8亿,占老年人口总数的1/5。

⑤女性老年人占多数。从总体趋势看,男女平均寿命都在增长,但女性的平均寿命增长幅

度要明显大于男性。
(2)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趋势。我国自21世纪之初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至今已过去

了20余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即将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我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

特点是老年人口规模大、老龄化进程快、城乡差异明显、老年人口质量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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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以来,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呈增长趋势。在2021年中国26736万60周岁及以

上人口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为20056万人,较2020年增加992万人。

图0-1 2014—2021年中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走势(单位:万人)

图0-2 2014—2021年中国65周岁及以上人口数量走势(单位:万人)

  2014—2021年中国60周岁及65周岁以上人口走势情况

2014—2021年中国60周岁及65周岁以上人口走势情况如图0-1和图0-2所示。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表现在以下5个方面:

①老年人口总量多。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为2.64亿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

18.70%,较2010年上升5.44%。预计到204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

过20%。

②老年人口增长快。中国众多的人口导致人口老龄化的规模和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65岁以上老年人口系数从7%上升至14%的这一过程,法国经历了115年,瑞典为85年,美国

为66年,英国为45年,而我国只用了27年。同时,人口高龄化趋势日益明显:80岁及以上高

龄老人正以每年5%的速度增加,到2040年将增加到7400多万人。

③区域分布不均衡。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明显的由东向西的区域梯次特征,东部沿海

经济发达地区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和程度远远快于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

④“未富先老”特征显著。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快于收入水平提高的速度,人口老龄化大

大超前于经济发展,超出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

⑤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空巢化相伴随。家庭户人口下降,养老和空巢老人问题凸显。第

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平均每个家庭有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
家庭小型化使家庭的养老功能明显弱化,导致部分老年人的经济生活状况较差,心理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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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口老龄化对护理服务的需求

(1)老年护理需求增多。许多老年人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衰弱和慢性病状态,如心脏病、肿
瘤、糖尿病的患病率极高,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显著增加。高龄、疾病、极度衰弱并伴有多个

健康问题将会导致医疗卫生资源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紧张。
(2)长期照护和过渡性护理需求增加。许多老年人因躯体或精神疾病导致功能障碍而行动

受限,生活不能自理。目前,中国大约有3000万老年人需要不同形式的长期照护,而老年照顾

机构严重不足,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的广泛需求。过渡性护理是衔接医院与家庭,或长期照护机

构的护理模式,目前已越来越受重视。
(3)保护老年人免受虐待的需求增加。随着老年人残障和阿尔茨海默病发病率的不断升

高,老年人被虐待的危险也在增加。虐待形式有无视老年人的基础需求、身体约束、尊严剥夺及

故意不提供足够的照料等,这些将导致老年人受到严重的身心伤害。

0.3 老 年 病 概 述

老年病是指老年期所罹患或多发的疾病,表现为年老体弱,多病共存,有智力、感官和运动

功能障碍,需要专人照料。

0.3.1 老年病的分类

老年病通常包括以下3类:
(1)在器官老化的基础上发生的、与退行性改变相关的疾病。这类疾病是老年人特有的疾

病,如阿尔茨海默病、老年性聋、骨质疏松症、白内障、钙化性心脏瓣膜病等。
(2)老年前期所患疾病延续至老年期。这类疾病以老年期更为常见或变得更为严重,与老

年人机体免疫功能下降,各种组织的老化及其修复能力的减弱导致组织、器官等的功能减弱有

关。老年期多发的疾病有高血压、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冠心病、糖尿病、脑卒中、肿瘤等不同专

科相互渗透的疾病。
(3)衰老使机体功能减退而引起的疾病。这类疾病在老年期发病有其特殊性,如老年肺炎

等感染性疾病、消化性溃疡。此外,老年人患病更容易发生并发症或癌变。

0.3.2 老年病的特点

1.老年病的临床特点

老年人的组织器官功能逐渐衰退,机体防御功能和反应性也随之下降。老年人患病后的症

状和体征、疾病进展、康复与预后具有特殊性。
(1)起病隐匿,发展缓慢。老年病可在较长时间内无明显症状,难以确定发病时间,症状轻

微不易发现,易被误认为是正常老化。
(2)症状与体征不典型。老年人的感受性降低,自觉症状不明显,因而对疾病的反应性降

低、不敏感,表现为症状轻微或有一些非特异性症状,临床无法依据症状判断是何种疾病,易造

成漏诊和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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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多病共存。因全身各系统存在不同程度的老化,防御功能和代偿功能降低,故老年人易

同时患多种疾病,约有70%的老年人同时患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疾病。由于多个系统之间相

互影响,疾病各种症状的出现及损伤的累积效应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加,老年人的病情

会变得错综复杂。
(4)病程长,恢复慢,并发症多。老年人的免疫力下降,机体的抗病及修复能力差,导致病程

长、恢复慢。各器官功能代偿能力降低且长期卧床使老年人易出现多种并发症,可导致其病情

危重。
(5)病情变化迅速,预后不良。老年病进展缓慢、病程长,且反复发作,对身体各器官组织的

损害逐渐加重,致残率高,当疾病发展到一定阶段,一旦诱因激化,病情就容易恶化。
(6)易伴发各种心理反应。老年人患病后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严重影响疾病的治疗和康

复。因此,医护人员对老年人的心理问题应予以重视。

2.老年病的诊断特点

老年病诊断的突出特点是确诊困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病史采集困难;生理与病理

现象难以区别;缺乏老年病检验参考值,容易出现差错。因此,在老年病的诊断中,医护人员

要将问诊、体格检查与实验室检查及其他辅助检查相结合,同时参考老年人的既往史资料和

临床经验。

3.老年病的治疗及预后特点

(1)老年病的治疗特点。

①老年病的治疗主要在于尽可能地控制病情进展,减轻老年人的痛苦,最大限度地恢复机

体的正常功能。

②老年人的手术风险大,术后并发症多。因此,医护人员应在术前充分评估手术风险,做好

术前准备,降低手术风险。

③由于老年人用药种类多,药物耐受性差,易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故医护人员应尽量简化治

疗方案,提高用药安全性。
(2)老年病的预后特点。老年病的治愈率低,复发率高;后遗症多,残障率高;病情易恶化且

死亡率高。

4.老年病的护理特点

老年病的临床表现、疾病诊断、治疗及预后方面具有与普通成人不同的特点,因此,其护理

方面亦与普通成人不同。护士在进行护理评估时要及时、全面、有耐心,并注意个体差异,为患

者提供全面而有针对性的护理服务。除做好疾病护理外,护士还要做好老年人的生活护理和心

理护理,尤其要保证老年人的安全。
(1)护理评估要全面、具体。护士对老年人进行评估时要注意正确应用沟通技巧,通过观

察、询问和体格检查获取全面、客观的资料,准确判断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和功能状态,为疾病的

诊断、治疗和护理提供准确、可靠的依据。
(2)配合医生做好治疗护理。护士要严格执行“三查八对”制度,做到遵医嘱正确给药;用药

时严密观察老年人的病情变化并监测药物的疗效,发现不良反应时及时报告医生,并采取必要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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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重视心理护理。老年人患病后常伴有焦虑情绪,会产生无用感、无助感,但康复需求

及求生欲强,希望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和良好的护理。因此,在护理工作中,护士应细心观

察、耐心倾听,熟悉老年人的心理需要,解释要细致,操作要轻柔,尽量减轻其疼痛和紧张

情绪。
(4)重视康复护理。护士应重视对老年人的康复护理,注意对其残存功能的维持,鼓励老年

人最大限度地发挥残存功能,减轻老年人的依赖心理,维持其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0.3.3 老年病的预防

1.合理饮食

在饮食方面,老年人应尽可能定时、定量,做到少食多餐,不漏餐,避免暴饮暴食,保证必需

的营养供给。老年人可每顿饭吃八九分饱,多食用低动物脂肪、低胆固醇、低盐的食物,多食用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微量元素的蔬菜和水果,选择足量的优质蛋白质。海鲜类食物富含较高

的胆固醇,故老年人不宜多吃。老年人还应避免进食刺激性食物及饮料。

2.适量运动

适量运动可以提高老年人的心肺功能,保护心血管,还可以预防骨质疏松症,减轻精神压

力;能帮助老年人保持合适的体重,预防多种老年病。通过合理的适量运动,已经患病的老年人

在自身的努力和家人、医护人员等的帮助下,也可使病情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缓解。

3.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免疫力,提高机体预防疾病的能力。老年人按时作息不

熬夜,有利于精力、体力的恢复;戒除烟酒可以减少有害物质对机体的损伤,减少患病机会。老

年人应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勤洗澡、常换衣,保证口腔及皮肤卫生,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

气新鲜且有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4.保持良好的情绪

情绪激动容易引起血管剧烈收缩,导致心脑血管急症。因此,老年人在生活中要尽量保持

一颗平常心,用宽容和乐观的心态面对一切,避免大喜大悲或受到强烈的精神刺激,更不要轻易

发怒。

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 将家事上升为国事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社会逐步迈入老龄化时代。从全球性老龄化趋势来

看,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过2.6亿。这意味着约

每5个中国人中就有1个老人。
中国人自古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美德。能否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不仅是老年人

关心的话题,更是年轻一代人心中最柔软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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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一系列规划部署,为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

系建设擘画蓝图。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将关系到每一个家

庭幸福感的家事上升为国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满足数量庞大的老年群众多方面需求、妥善解决人口老龄化带来

的社会问题,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百姓福祉,需要我们下大气力来应对。他提出,要让

所有老年人都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晚年。

一、选择题

                            (1)不属于老年病患者护理要点的是(  )。

A.提高自理能力       B.多补充优质蛋白质    C.注意减慢护理速度

D.有轻微的药物反应立即处理  E.经常洗温水澡

(2)老年患者是指年龄为(  )的人群。

A.60岁 B.55岁  C.50岁 
D.65岁以上 E.以上都不是

(3)关于老年病的特点,下列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A.一人多病       B.临床表现典型,易诊断 C.病情急,变化快

D.并发症多,易出现连锁反应 E.易出现药物不良反应

(4)有关老年病的叙述中正确的是(  )。

A.大多属于退行性疾病  B.老年人所专有的疾病  C.多与生活方式无关

D.肺部感染不属于老年病 E.肿瘤不属于老年病

(5)老年患者突出的心理需求是(  )。

A.关心 B.受尊敬  C.社会支持 
D.生活照顾 E.精神支持

二、简答题

(1)简述老化的分类及特点。
(2)简要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及趋势。




